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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分析

何可１,２,李凡略１,２,张俊飚１,３,李学婷１,２ 

１．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武汉４３００７０;２．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３．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院,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要　为了解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现状及趋势,提升该地区农业整体竞争力,本研究从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质量高效、生活保障共４个方面构建了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应用熵值法、泰尔指

数探讨了长江经济带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自２００３年以来,长江经济带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上渐入佳境,尤其是环境友好、质量高效和生活保障水平发展较快,但也面临着资源节约

水平提升不足的困境.从区域差异来看,各省(市)之间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但缩小速度呈

放缓态势.本研究认为应完善顶层设计,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全面提升;注重因地制宜,补齐各省农业绿色发

展短板;强化创新驱动,完善农业绿色发展科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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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经济发展迅速、成果丰

硕.然而,这种快速发展的背后也存在着资源环境

历史欠账太多的问题[１].农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农
田灌溉水浪费、地下水超采等使得农业发展所面对

的资源硬约束日益加剧;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工业

“三废”和城市生活等外源污染向农业农村扩散等使

得农业发展所遭受的环境污染愈发严重[２Ｇ４].作为

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区域,长江经济带同样面临着因

过去高强度、粗放式生产方式引发的农业面源污染、
水土流失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研究表明,
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由２００９年１２０８．７３９８万t上

升为２０１６年１４０７．２８４６万t[５];农业水土资源匹配度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为０．４２６万 m３/hm２,且整体处

于缓慢下降趋势[６].在这样的形势下,推动长江经

济带农业绿色发展迫在眉睫.
长江经济带生态地位重要、发展潜力巨大,其农

业绿色发展问题已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２０１６
年颁布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强调推动农业

现代化发展,改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２０１８年颁布

的«关于支持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实施

意见»提出了支持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构
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农村发展新格局的目标

任务.不仅如此,该地区的农业绿色发展同样也受

到学界的重点关注,现有研究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

多方面的讨论,包括绿色发展的现状[７]、影响因素[８]

以及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举措[９]等.实践中,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已开展了许多推动农业绿色发

展的探索活动,但由于不同省(市)的资源禀赋、经济

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存在差异,推行的农业绿色发

展支持政策也不尽相同,不同省(市)之间的农业绿

色发展水平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在此背景下,探讨

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对于提升

长江经济带农业整体竞争力,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具

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关注到长江经济带在农业碳排放[５]、

农业绿色生产效率[１０]等方面的发展状况,但目前罕

见该地区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研究.同时,以往研

究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往往对农业绿色发展内

涵的界定不够清晰,导致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存在

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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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的农业绿色发展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

义.基于此,本文拟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质量高

效、生活保障四个方面构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

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测度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

展水平,并基于泰尔指数分析各省(市)农业绿色发

展水平的差异,以期在宏观层面上把握长江经济带

农业绿色发展的特征,为该区域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目标提供对策建议.

1　长江经济带区域概况及农业绿色发
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1.1　研究区域概况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部,包括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
云南等１１个省(市),总面积约２０５．２３万hm２,占全

国陆地面积的２１．３７％.该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经济

区,２０１９ 年总人 口 占 全 国 的 ４３．００％,GDP 占 比

４６．３２％.不仅如此,长江经济带还拥有丰富的自然

资源,是中国重要的农业主产区.２０１９年长江经济

带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约为５．１９万亿元,占全国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的４１．８９％;粮食总产量达到２．４３
亿t,占全国总产量的３６．６０％.总体来看,长江经济

带的经济和农业发展状况在全国都处于较高水平.
1.2　评价指标选取

为达成农村绿色发展目标,政府部门颁布了一

系列的政策文件.２０１７年颁布的«关于创新体制机

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努力实现

耕地数量不减少、耕地质量不降低、地下水不超采,
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秸秆、畜禽粪污、农膜全利

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生活更加富裕、乡村

更加美丽宜居”的农业绿色发展目标.«２０２０年农

业农村绿色发展工作要点»进一步明确了推动农村

绿色发展的具体要求,包括“持续推进化肥减量增

效”“持续推进农药减量控害”“深入实施农膜回收行

动”“整治提升村容村貌”“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等.由此发现,政府部门主要就资源节约、生态环境

保护、农村人居环境与生活质量等方面对农业绿色

发展提出了相应要求.与此同时,针对农业绿色发

展指标体系的具体构建,学术界也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例如,魏琦等[１１]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

育、质量高效４个方面构建了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

标体系;赵会杰等[１２]选择的指标则包括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产出高效、生活保障４个方面;孙炜琳

等[１３]则将农业绿色发展分解为资源利用、产地环

境、生态系统、绿色供给４个方面.学者们普遍认

为,农业绿色发展的要素主要体现在资源、环境以及

生产效率方面.基于上述分析,并考虑数据可获得

性,本文主要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质量高效、生活

保障四个方面构建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测

算的指标体系,并借鉴已有研究[１１Ｇ１８]选取了相应的

测算指标(表１).

表１　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应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Table１　DescriptivestatisticsoftheevaluationindexofagriculturalgreendevelopmentintheYangtzeRiverEconomic

Beltandthecorrespondingindexes

一级指标

Primaryindicators
二级指标

Secondaryindicators
指标含义

Themeaningofindicator
指标类型

Typeofindicator

资源节约

Resource
conservation

耕地复种指数

Farmlandmulticroppingindex
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耕地面积

Sownareaofmajorcrops/Agriculturalacreage
负向

Negative

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

Totalagriculturalmachinerypower
ofperunitsownarea

农机总动力/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

Totalagriculturalmachinerypower/
Sownareaofmajorcrops

负向

Negative

单位农业总产值耗水量

Waterconsumptionperunitof
grossagriculturaloutput

农业总用水量/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Totalagriculturalwaterconsumption/
Totaloutputvalueofagriculture,

forestry,animalhusbandryandfishery

负向

Negative

节水灌溉面积占比

PercentageofwaterＧsaving
irrigationarea

节水灌溉面积/耕地面积

WaterＧsavingirrigationarea/
Agriculturalacreage

正向

Positive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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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ContinuedTable１

一级指标

Primaryindicators
二级指标

Secondaryindicators
指标含义

Themeaningofindicator
指标类型

Typeofindicator

环境友好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农药使用效率

Pesticideuseefficiency

农药施用量/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Pesticidedosage/Totaloutputvalueofagriculture,
forestry,animalhusbandryandfishery

负向

Negative

化肥使用效率

Fertilizeruseefficiency

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Fertilizerdosage/Totaloutputvalueofagriculture,
forestry,animalhusbandryandfishery

负向

Negative

农膜使用效率

Agriculturalfilmuseefficiency

农用薄膜使用量/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Agriculturalfilmdosage/Totaloutputvalue
ofagriculture,forestry,animalhusbandryandfishery

负向

Negative

森林覆盖率

Forestcoveragerate
森林覆盖率

Forestcoveragerate
正向

Positive

质量高效

Qualityefficiency

单位面积绿色食品标识产品数量

Numberofgreenfoodlabeled
productsperunitarea

绿色食品标识产品数量/耕地面积

Numberofgreenfoodlabelproducts/
Agriculturalacreage

正向

Positive

粮食单产

Grainyield
粮食总产量/粮食播种面积

Totalgrainoutput/Grainsownarea
正向

Negative

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

Totalagriculturaloutputper
unitsownarea

农业总产值/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

Totalagriculturaloutputvalue/
Sownareaofmajorcropssownarea

正向

Positive

农业劳动生产率

Agriculturallaborproductivity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

Totaloutputvalueofagriculture,forestry,
animalhusbandryandfisheryindustry/
Agriculture,forestry,animalhusbandry

andfisheryemployees

正向

Positive

生活保障

Livingguarantee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Percapitadisposableincome
ofruralresidents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Percapitadisposableincome
ofruralresidents

正向

Positive

卫生厕所普及率

Sanitarytoiletpenetrationrate
卫生厕所普及率

Sanitarytoiletpenetrationrate
正向

Positive

农村医疗保障

Ruralhealthcarecoverage

平均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

Averagenumberofruraldoctorsandhealth
workersperthousandagriculturalpopulation

正向

Positive

农村社会保障

Ruralsocialsecurity
人均住房面积

Housingareapercapita
正向

Positive

1.3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的统计数据分析长江经济带的农业绿色发展水

平,使用的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

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

年鉴»«中国绿色食品统计年报»以及长江经济带１１
个省(市)的统计年鉴.
1.4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借鉴赵会杰等[１２]的研究,本文使用熵值法确定

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进而利用计算出的指标权重测

算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该方法的测算步

骤如下:
第一步,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各指标之间的

测算单位存在差异,并且表１的农业绿色发展评价

指标既包括正向指标又包括负向指标,必须将负向

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借鉴田雪莹[１９]的研究,通过

以下２个公式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Xij ＝
xij －xmin

xmax－xmin

(１)

负向指标:Xij ＝
xmax－xij

xmax－xmin

(２)

其中,Xij 表示省份i的第j个指标经过标准化

处理后的值,xij 表示省份i的第j 个指标值,xmax

和xmin 分别表示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第二步,确定指标值在第j 个指标下的比重

Ri .

Ri ＝
Xij

∑
n

i＝１
∑
m

j＝１
Xij

(３)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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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 .

Ej ＝
∑
n

i＝１
R( ilnRi)

lnm
(４)

第四步,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Gj .
Gj ＝１－Ej (５)

第五步,测算各指标的权重Wj .

Wj ＝
Gj

∑
m

j＝１
Gj

(６)

第六步,根据计算出的各指标权重,计算各省份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综合得分Pi .

Pi ＝ ∑
n

i＝１
∑
m

j＝１
Wj ×Xij (７)

1.5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测度

本研究拟使用泰尔指数(Theilindex)测算长江

经济带各省(市)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参考

Theil[２０]、杨骞等[２１]的研究,本研究将农业绿色发展

水平的泰尔指数测算公式设为:

Tt ＝ ∑
n

i＝１

Sit

Ave_Sit
×ln( Sit

Ave_Sit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８)

其中,Sit 表示省份i在第t年的农业绿色发展

水平综合得分,Ave_Sit 代表长江经济带第t年的平

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综合得分.泰尔指数的范围为

０~１,数值越大代表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

越大.

2　结果与分析

2.1　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趋势分析

图１显示,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综合得分

由２００３年的０．２８３上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０．５６４,累计增

长０．２８１,年均上升幅度为１．８７％.可见,长江经济

带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虽稳步提升,但仍存较大提

升空间.可以预见,随着政府对于农业绿色发展问

题的愈加重视,长江经济带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未

来可能持续提升.资源节约指标、环境友好、质量高

效和生活保障指标得分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
各一级指标的具体分析如下:

１)资源节约.随着政府对农业节水灌溉基础设

施建设、农业机械化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长江经济

带农业发展在资源节约方面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具

体而言,该指标表现出不断上升的状态,得分从

２００３年的０．０７６上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０．１１６.然而,资
源节约水平的提升速度在２００９年以后有所减缓,得

分仅从２００９年的０．１０６上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０．１１６.
未来可能仍需要重视农业资源节约型技术的投入,
提升农业生产在资源节约方面的发展速度.

２)环境友好.整体上,环境友好水平表现出不

断上升的趋势,得分从２００３年的０．１２１上升到２０１７
年的０．２１８,累计上升０．０９７,年均上升幅度０．６５％.
其原因可能在于,国家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愈

加重视,长江经济带亦积极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秸秆综合利用、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等农

业生态环境保护活动落实落地.

３)质量高效.随着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和农民总

体素质的提升,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的质量高效水

平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得分从２００３年的０．０３１上升

到了２０１７年的０．０８７,累计增长０．０５６,年均增长速

度为０．３７％.就目前来看,农业发展的质量高效水

平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长期以来,我国都维持

着以小农生产为主的农业生产结构,这对农业生产

效率的进一步提升造成了约束.同时,绿色食品产

业发展还受到了高标准产品认证、不信任市场环境

以及过高生产成本的制约.故而仍需普及农业由增

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的理念,尤其是中国已进入上

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更应补齐农业大而不强、多而不

优的短板.

４)生活保障.长江经济带生活保障水平得分从

２００３年的０．０５４上升到了２０１７年的０．１４４,累计增

长０．０９０,年均增长速度０．６０％.其可能原因主要在

于精准脱贫工作的不断深入、农村改厕工程的持续

推进,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环境卫生水平相较过去

均得到了较大提升.

图１　长江经济带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变化趋势

Fig．１　Trendsofagriculturalgreendevelopmentindex

in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from２００３to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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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分析

从表２可见,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长江经济带大多数

省份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都得到了较大提升.其

中,上海、江苏、安徽、湖北、贵州、四川的年均增长率

均超过了长江经济带的平均水平.整体来看,农业绿

色发展的速度呈现出长江下游省(市)最快、中游次之、
上游最慢的特征.其中,湖北省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

增长速度最快,从２００３年的０．２０２提高到了２０１７年的

０．５５４,累计增长０．３５２,年均提高２．３５％.而云南省的

农业绿色发展速度最慢,年均增速为１．３５％.
表２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Table２　Comprehensivescoreofagriculturalgreendevelopmentofeachprovince(city)inthe

YangtzeRiverEconomicBeltfrom２００３to２０１７

年份

Year
上海

Shanghai
江苏

Jiangsu
浙江

Zhejiang
安徽

Anhui
江西

Jiangxi
湖北

Hubei
湖南

Hunan
重庆

Chongqing
四川

Sichuan
贵州

Guizhou
云南

Yunnan
２００３ ０．３９４ ０．３０９ ０．４４９ ０．２０５ ０．２８０ ０．２０２ ０．３００ ０．２５３ ０．２６４ ０．１７９ ０．２７６
２００４ ０．４１６ ０．３５７ ０．４７５ ０．２５７ ０．３０３ ０．２５８ ０．３３４ ０．２９０ ０．３０２ ０．２００ ０．３０７
２００５ ０．３９４ ０．３７１ ０．４９６ ０．２５４ ０．３２５ ０．３０６ ０．３４６ ０．３１０ ０．３１９ ０．２１８ ０．３１７
２００６ ０．４１３ ０．３９８ ０．５１５ ０．２８１ ０．３５０ ０．２９２ ０．３６０ ０．２９４ ０．３１７ ０．２４０ ０．３２４
２００７ ０．４４４ ０．４２６ ０．５３１ ０．３１３ ０．３９１ ０．３４６ ０．３９３ ０．３３６ ０．３７７ ０．２５６ ０．３４５
２００８ ０．４６１ ０．４５６ ０．５５２ ０．３３９ ０．４１１ ０．３７６ ０．４１４ ０．３６０ ０．３９４ ０．３１３ ０．３５５
２００９ ０．４６９ ０．４８０ ０．５６７ ０．３４８ ０．４３０ ０．３９７ ０．４２０ ０．３７２ ０．４１４ ０．３２６ ０．３６２
２０１０ ０．５１１ ０．５１０ ０．６０３ ０．３７４ ０．４４７ ０．４２７ ０．４３７ ０．３９８ ０．４３９ ０．３４９ ０．３７４
２０１１ ０．５２４ ０．５３６ ０．６１９ ０．３９５ ０．４８１ ０．４５５ ０．４５５ ０．４２０ ０．４５９ ０．３５３ ０．３９７
２０１２ ０．５５０ ０．５５７ ０．６３９ ０．４１３ ０．４９９ ０．４６８ ０．４６３ ０．４３１ ０．４７３ ０．３８０ ０．４１２
２０１３ ０．５５５ ０．５６２ ０．６５２ ０．４２０ ０．４９５ ０．４８７ ０．４７６ ０．４４３ ０．４８０ ０．３８２ ０．４２９
２０１４ ０．５８９ ０．５９６ ０．６６９ ０．４５６ ０．５１１ ０．５１８ ０．４９０ ０．４７８ ０．５０８ ０．４１６ ０．４４５
２０１５ ０．６３１ ０．６０４ ０．６７６ ０．４７３ ０．５２２ ０．５３０ ０．５０７ ０．４８５ ０．５２５ ０．４３９ ０．４４６
２０１６ ０．６５７ ０．６１７ ０．６９１ ０．５０５ ０．５３５ ０．５４２ ０．５２５ ０．５０５ ０．５３５ ０．４４６ ０．４５９
２０１７ ０．７１１ ０．６３３ ０．７０１ ０．５２２ ０．５４９ ０．５５４ ０．５４１ ０．５１３ ０．５４５ ０．４６０ ０．４８０

　　２０１７年长江经济带１１个省(市)农业绿色发展

水平综合得分及各一级指标得分如表３所示.整体

来看,２０１７年长江下游省(市)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

最高,而长江中上游的省(市)较低.其原因可能在

于,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较发达,拥有完善的农业基

础设施以及配套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就各省(市)
而言,上海市的综合得分最高,达到０．７１１;其次是浙

江省、江 苏 省、湖 北 省 和 江 西 省,分 别 为 ０．７０１、

０．６３３、０．５５４、０．５４９.而贵州省的综合得分最低,仅
为０．４６０;云南省、重庆市、安徽省以及湖南省的得分

也较低,分别为０．４８０、０．５１３、０．５２２、０．５４１.以上结

果表明,目前各省(市)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差距

较大.
就资源节约水平而言,２０１７年长江下游地区的

资源节约指标得分较高,中游地区得分较低.其中,
资源节约水平得分最高的省(市)是浙江省,得分最

低的是江西省,分别为０．１６４和０．０９１.浙江的耕地

复种指数为 １．００２,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为

９５６．０１０W/hm２,均在长江经济带中排名最低;单位

农业总产值耗水量和节水灌溉面积占比分别为

０．０２６m３/元和５５．６２％,排名较高.而江西省的耕

地复种指数为１．８２７,排名第二.同时,江西单位播

种面积农机总动力为２４４１．３１５ W/hm２,单位农业

总产值耗水量为０．０５１m３/元,节水灌溉面积占比

１７．６５％,均处于较低水平.
就环境友好水平而言,２０１７年长江上游地区的

环境友好指标得分较高,下游地区得分较低.其原

因可能在于,长江下游地区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速度较快,引发了一系列农业外源性污染,对当地的

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其中,环境友好

水平得分最高的省(市)是浙江省,得分最低的是上

海市,分别为０．２４５和０．１７４.浙江省的农药、化肥、
农膜使用效率在长江经济带中处于较高水平,分别

为１．４９７、２６．７１２以及２．１９５kg/万元.同时,浙江省

的森林覆盖率达到５９．４０％,排名第一.而上海市农

药、化肥以及农膜使用效率的发展水平较低,分别为

１．１９６、３０．４１６和５．３５３kg/万元.同时,上海市的森

林覆盖率仅为１４．００％,排名居于末位.
就质量高效水平而言,２０１７年长江下游地区的

质量高效指标得分较高,上游地区得分较低.质量

高效水平得分最高的省(市)是上海市,得分最低的

是贵州省,分别为０．１５０和０．０３７.其中,上海市的

单位面积绿色食品标识产品数量在长江经济带中排

名最高,平均每千公顷耕地能够生产１．８５８个绿色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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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同时,上海粮食单产、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总产

值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处于较高水平,分别为３．５０２
t/hm２、１０．２６９万元/hm２和８．４５２万元/人.而贵州

省单位面积绿色食品标识产品数量、粮食单产和农

业劳 动 生 产 率,分 别 为 ０．０２３ 个/khm２、２．１９５
万元/hm２和３．０２６万元/人,在１１个省(市)中排名

最低.
就生活保障水平而言,２０１７年长江下游地区的

生活保障指标得分较高,上游地区得分较低.生活

保障水平得分最高的省(市)是上海市,得分最低的

是贵州省,分别为０．２４１和０．０８０.其中,上海市的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卫生厕所普及率和平均每千

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分别为２７８２５元、

９９．２％和７．５５人,在长江经济带排名第一.同时,
上海市的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也较高,为５８．９２m２.
而贵州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卫生厕所普及率排

名最低,仅为８８６９元和６４．５％.同时,贵州省的平

均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０．９４人)和
农村人均住房面积(３５．００m２)也处于较低水平.虽

然中国已夺取了全面脱贫的历史性胜利,但区域之

间的发展差距仍然较大,部分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待进一步提升.故而,仍有必要加强对落后农村

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促进

农户增收.
表３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２０１７年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其一级指标

Table３　Thelevelofagriculturalgreendevelopmentofeachprovince(city)intheYangtzeRiver

EconomicBeltanditsfirstＧlevelindicatorsin２０１７

省(市)
Provinces
(cities)

综合得分 Score
(排名 Ranking)

资源节约

Resourceconservation
(排名 Ranking)

环境友好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排名 Ranking)

质量高效

Qualityefficiency
(排名 Ranking)

生活保障

Livingguarantee
(排名 Ranking)

上海

Shanghai
０．７１１(１) ０．１４６(２) ０．１７４(１１) ０．１５０(１) ０．２４１(１)

浙江

Zhejiang
０．７０１(２) ０．１６４(１) ０．２４５(１) ０．１１０(３) ０．１８３(２)

江苏

Jiangsu
０．６３３(３) ０．１３６(３) ０．１９９(９) ０．１２９(２) ０．１６９(３)

湖北

Hubei
０．５５４(４) ０．１０１(７) ０．２２０(８) ０．０８６(５) ０．１４７(６)

江西

Jiangxi
０．５４９(５) ０．０９１(１１) ０．２３２(３) ０．０７７(７) ０．１４９(５)

四川

Sichuan
０．５４５(６) ０．１１２(６) ０．２２７(４) ０．０７８(６) ０．１２８(７)

湖南

Hunan
０．５４１(７) ０．０９１(１０) ０．２２５(５) ０．０７６(８) ０．１５０(４)

安徽

Anhui
０．５２２(８) ０．１１４(５) ０．１９０(１０) ０．０９４(４) ０．１２４(９)

重庆

Chongqing
０．５１３(９) ０．０９８(９) ０．２２３(６) ０．０６８(９) ０．１２５(８)

云南

Yunnan
０．４８０(１０) ０．１２０(４) ０．２２２(７) ０．０４９(１０) ０．０９０(１０)

贵州

Guizhou
０．４６０(１１) ０．１００(８) ０．２４３(２) ０．０３７(１１) ０．０８０(１１)

2.3　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分析

由图２可见,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区

域差 异 大 致 上 可 以 划 分 为 ２ 个 阶 段:第 一 阶 段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是快速缩小阶段,农业绿色发展水

平差异整体呈现出快速下降的态势,从０．３９４下降

到０．１３６;第二阶段(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是缓慢下降阶

段,各省(市)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基本呈

现出缩小的趋势,但速度逐渐放缓,从０．１３３下降

到了０．１０５.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之

间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但这

种缩小的速度呈现出放缓的态势.因此,未来仍

需加大对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较低省(市)的支持

力度,尤其是湖南、江西、贵州、云南等长江中上

游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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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长江经济带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

Fig．２　Regionaldifferencesinthelevelofagricultural

greendevelopmentintheYangtzeRiverEconomic

Beltfrom２００３to２０１７

3　讨　论

本文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质量高效、生活保

障等４个方面构建了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

系,并利用熵值法和泰尔指数分析了长江经济带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距,
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

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其中,资源节约水平未得到有效发展,环境友

好、质量高效和生活保障水平得到了较快发展.同

时,分省份来看,长江经济带大部分省(市)的农业绿

色发展水平的增长速度提升明显.其中,上海市最

快,云南省最慢.２０１７年农业绿色发展指数较高的

省(市)主要位于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下游省(市)在
资源节约、质量高效以及生活保障方面发展较好,而
长江上游省(市)在环境友好方面得分较高.此外,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之间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差异

逐渐缩小,但速度放缓.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

出以下具体建议:

１)完善顶层设计,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全面

提升.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
离不开政府支持和顶层设计完善[２２].要进一步明

确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进长江经济带全面绿色

转型势在必行,补齐农业短板、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尤

为迫切.当前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仍存较

大提升空间,可借助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历史机遇,
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努力开创长江经

济带绿色兴农新局面.同时,需有针对性地提出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点任务.在不同时期,长江

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和具体情况存在差异,把

握农业绿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时调整与农业绿

色发展相关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尤为关键.故需坚持

问题导向,重点推进农业资源节约利用,防止环境友

好水平下降,积极落实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持续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２)注重因地制宜,补齐各省农业绿色发展短板.
各级政府需根据不同地区的农业绿色发展状况,制
定灵活的农业绿色发展措施,有目的地解决农业绿

色发展短板.例如,上海、江苏等长江下游省(市)虽
然是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但
是这些地区在环境友好方面的发展水平仍存较大提

升空间.因此,应更注重环境友好型农业的发展,加
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具体而言,应当持续推进化

肥、农药、农膜等农业投入品减量使用;推广测土配

方施肥,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并积极引导农户

种植绿肥、利用沼渣沼液作为肥料还田;坚持农作物

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融合推进工作,
大力推广生物农药和现代高效植保机械;完善农用

薄膜监督制度,加强对农膜生产、销售、使用、回收、
再利用等环节的管理.除此之外,还需重点扶持农

业绿色水平发展落后的省(市),强化农业财政支持

力度,盘活落后地区的农业绿色发展潜能,提升长江

经济带农业绿色整体发展水平.
３)强化创新引领,完善农业绿色发展科技体系.

农业农村部在«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２０１８－２０３０
年)»(农科教发〔２０１８〕３号)中强调:“推进农业绿色

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对农业科技创

新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这意味着,为实现农业

绿色发展的目标,迫切需要构建完善的农业绿色发

展科技体系.对此,需要加强绿色导向型科技攻关.
搭建以绿色水平提升为导向的科技经济一体化平

台,打造产学研融合的农业绿色科技创新标杆联盟,
进一步发挥农业科技支持农业绿色发展的作用.尤

其是在节水灌溉、精准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可降

解农膜等方面,强化联合攻关.不仅如此,还应当大

力推广绿色高效设施装备和技术.具体而言,政府

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通过新媒体宣传、组织

专家座谈会、加强农业培训等方式,使得农户等生产

经营主体直观感受到绿色高效设施装备和技术的好

处,从而引导其采用.同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完
善“一主多元”新格局,在突出国家专业农技推广机

构公共性和公益性的同时,积极发展各类经营性推

广主体,满足农户等生产经营主体对绿色高效设施

装备和技术的多样化需求.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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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articleconstructedanindexsystemforevaluatingthegreendevelopmentlevelofagＧ
riculturefromfouraspectsincludingresourceconservation,environmentalfriendliness,qualityandeffiＧ
ciency,andlivingguaranteetounderstandthesituationsandtrendsofgreendevelopmentofagriculture
in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andtoimprovetheoverallcompetitivenessofagricultureinthereＧ
gion．Onthisbasis,entropymethodandTheilindexwereusedtoexplorethegreendevelopmentlevel
andregionaldifferencesofagriculturein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from２００３to２０１７．ThereＧ
sultsshowedthattheoverallgreendevelopmentlevelofagriculturein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
hasbeengraduallyimprovedsince２００３,especiallyintermsofrapiddevelopmentof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highqualityandefficiency,andthelivingsecuritystandard．However,itisfacingthedilemＧ
maofinsufficientimprovementinresourceconservationaswell．FromtheperspectiveofregionaldifferＧ
ences,thegapinthegreendevelopmentlevelofagricultureamongprovinces(cities)isnarrowing,but
thespeedofnarrowingisslowingdown．ThetopＧleveldesignisconsideredtobeimprovedtopromote
theoverallgreendevelopmentlevelofagriculture．Measuresshouldbetakeninlinewithlocalconditions
tomakeupfortheshortcomingsofthegreendevelopmentofagricultureindifferentprovince．TheinnoＧ
vationＧdrivendevelopmentshouldbestrengthenedandth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systemforthe
greendevelopmentofagricultureshouldbeimproved．

Keywords　YangtzeRiverEconomicBelt;greendevelopmentofagriculture;revitalizingagriculture
developmentbypromotinggreendevelopment;lowＧcarbonagriculture;povertyalleviation;evaluating
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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